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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EC 风险评估法引入管理变量的 ALEC 风险
评估分级法

周  宇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 200080

【摘 要】自 2021 年 9 月 1 日新安全生产法实施以来，各类型企业逐步建立完善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机制，以建筑施工企业为例，目前使用较多的为 LEC 风险评估法，其主要引入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人暴露于
危险环境中频繁程度、事故产生的后果三个变量，计算其乘积后对照标准判定风险等级，但在目前企业管理过程中，
因管理责任导致风险等级变化的事件屡见不鲜，本文旨于将管理变量纳入评级方法中，从而全面对风险进行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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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C 风险评估法及其应用现状

LEC 风险评估法是由美国安全专家格雷厄姆和金尼

在经过多年的研究后从而提出的一种广泛应用于化工、

石油、电力、建筑等行业的风险评估方法。其主要对作

业条件中存在的危险性通过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人暴露

于危险环境中频繁程度、事故产生的后果三个角度来评

估作业条件的危险性，为作业的安全管理提供依据。

LEC 风险评估法的优点在于简单易行，易于理解和

掌握，充分考虑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人员暴露频率和

后果严重程度，能够为安全管理提供全面、客观的评估

结果，其主要风险定性参数及分级原则如下：

D=L×E×C

其中：L——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用概率来表

示，具体量值如表 1所示。

表 1  L—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分值 L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0 完全可以预料

6 相当可能发生

3 可能、但不经常发生

l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

0.5 很不可能、不可设想

0.2 极不可能

0.1 实际不可能

E——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人员出现在危险

环境中的时间越多，危险性越大。具体量值如表2所示。

表 2  E—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

分值 E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10 连续暴露

6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3 每周一次暴露，或偶然暴露

2 每月一次暴露

l 每年几次暴露

0.5 非常罕见地暴露

C——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具体量值如表 3所示。

表 3  C—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

分值 C 发生事故的后果

100 大灾难，许多人死亡 (≥ 10 人死亡 )

40 灾难，数人死亡 (3-9 人死亡 )

15 非常严重，1-2 人死亡

7 严重重伤致残 (致残等级 1—4级 )

3 重伤致残 (致残等级 5—4级 )

2 轻伤或致残等级 5-10 级

1 轻微伤害

D——风险等级， D 越大表示危险性越大，需要增加安

全措施，具体量值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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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D—风险等级的判定

D值 危害程度
风险等

级
危险程度

>320
极其危险，不能

继续作业
1级 不可接受

160 ＜ D ≤ 320
高度危险，需立

即整改
2级 重大

70 ＜ D ≤ 160
显著危险，需要

整改
3级 中度

20 ＜ D ≤ 70
一般危险，需要

注意
4级 可接受

≤ 20
稍有危险，可以

接受
5级 可忽略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企业均采用 LEC 风险评估法对

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分级，对不同等级的风险有

针对性的采取措施，企业普及率高，应用面广。

2  LEC 风险评估法在实际应用中的不足

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一线作业人员是直接面对风

险的群体，因此在传统 LEC 风险评估法中以一线作业人

员所面临风险为评估主体，侧重于从一线作业人员面

临风险的发生的可能性、暴露程度、可能造成的后果进

行风险定量分析，在该分析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的风

险能够全面的的评价风险等级，从而有针对性的制定对

策，其出发点是为了保障一线工人生产过程中的安全，

确保安全生产，在这一点上无可辩驳与否定。仅就从一

线作业人员角度开展风险评估 LEC 风险评估法无疑是极

好的，其全面性、针对性的分析特点，囊括了生产过程

中的每一个风险，无论大小具有评价、具有对策。

但基于我国目前企业管理中人治大于法治的管理

特点，在公司运行过程中形式主义大于实用主义的现实

状况，很多企业主要管理者未必会对本企业生产过程中

的风险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纯粹依靠传统的 LEC 风险评

估法只是针对作业危险性进行分析，且变量随意性较大

的情况，引入一部分固定量是一个有意义且有必要的事

情，在风险等级判定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在 LEC 风险评

估法中引入管理变量（administer），通过加入管理变

量从而改变风险等级，引起企业管理者对于风险管理的

重视，同时让企业正视自身的安全管理水平，减少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对于安全管理工作的冲击，切实提高企

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3  管理变量的组成

为了从严、从实做好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定级管理，

综合业内各种风险评价方法，LEC 风险评估法固然存在

一定不足，但在引入管理变量（administer）后能够更

客观的对企业风险进行定级管理。

根据对我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发展历程，结合

《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33000-

2016）、《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顶级办法》等文件，

管理变量主要由安全生产标准化评级等级、5 年内是否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及其等级两部分组成，其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

管理变量值（administer）=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级

等级赋分值×5年内是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及其等级赋

分值安全生产标准化评级等级指标来自于《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33000-2016）、《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顶级办法》等文件，企业是否有标准化

的安全管理体系是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基础，一个

企业从根本上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与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其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以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安

县桑枣中学为例，当地震发生时，开展过应急疏散演练

的学校可以做到零伤亡，而其他未开展过应急疏散演练

的学校则出现大量伤亡，从此可以看出安全生产标准化

的建立可以避免、减轻事故造成的损失，在其他行业中

安全生产标准化除了可以避免、减轻事故造成的损失的

功能外，还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因此考虑将安全生产

标准化评级等级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具体量化，从而体现

管理因素对于风险评级的影响。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级等级赋分值具体量值如表 5

所示：

表 5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级等级赋分值

分值 评价标准

3 未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评级证书

1 取得有关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证书

0.5 取得有关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证书

0.1 取得有关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证书

依据《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安

全生产事故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

一般事故四个等级，其中能够应发及造成重大事故及特

别重大事故的风险是所有企业都应严加重视的，企业应

该从根本上杜绝发生重大及特别重大事故，针对较大事

故及一般事故，企业也需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监管，杜

绝发生任何事故。

5 年内是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及其等级赋分值其具

体量值如表 6所示：

表 6 5 年内是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及其等级赋分值

分值 评价标准

100 5 年内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50 5 年内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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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年内发生多起（2起及以上）一般安全

生产事故

3 5 年内发生一起一般安全生产事故

1 5 年内发生非主要责任安全生产事故

0.1 5 年内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在设计管理变量时主要考虑企业对于安全生产管理的一

些量化指标，其根本特点在于两个参数指标都是可具体

量的指标，不受评估人主观因素影响，是能够最真实评

价企业安全管理水平的指标。

4  引入管理变量的 ALEC 风险评估法

在引入管理变量后，结合 LEC 风险评估法，新的

ALEC 风险评估法的公式如下：

D=A×L×E×C

A——管理变量

L——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小

E——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

C——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

D——风险等级

在引入管理变量后，风险等级仍然按照原 LEC 的

标准进行判定，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入管理变量，从而体

现风险等级的一个变化，让管理者清晰认知到管理因素

对于风险管控的影响力。

表 7 D—风险等级的判定

D值 危害程度
风险

等级

危险程

度

>320
极其危险，不能继续作

业
1级

不可接

受

160 ＜ D ≤ 320 高度危险，需立即整改 2级 重大

70 ＜ D ≤ 160 显著危险，需要整改 3级 中度

20 ＜ D ≤ 70 一般危险，需要注意 4级 可接受

≤ 20 稍有危险，可以接受 5级 可忽略

ALEC 风险评估法本质上还是针对事件进行分析的

一种风险评估法，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引入具有针对性

的管理变量，从而判断该企业的安全风险管理是否到位，

同时进一步提高其管理意识，对于本企业的安全管理水

平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

5  总结

ALEC 法是一种对于 LEC 法的补充，LEC 法跟多关

注的是事件本身的特性，片面的关注了物和环境的因素，

从而忽略了管理的因素，没一次事故的发生都不是巧合，

其背后必然存在原因，在我们进行风险评估时，应从全

面的角度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实际，将管理因素作为一

个重要变量来看待。

ALEC 法更适用于政府部门对于辖区内企业进行深

度风险分析，也适用于企业管理部门对于企业内部进行

深入分析，能够更有效的从大的层面筛选出区域风险管

控重点，加大对于高危风险点的关注，尽量避免事故的

发生，如遇到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故，则有助于资源的调

配，当真的发生事故时能够更有效的采取措施，从而降

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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